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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各縣市地方政府財源短絀現象日趨嚴重，引起朝  

野各界重視與討論。而稅課收入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所在，也  

是財政自主的重要指標。因此稅課收入在探討地方財政中，應屬  

重要的一環。  

       本市長期以來受地理環境限制，腹地小，人口成長遲滯，  

   工商發展緩慢，稅基相對較少，致稅課收入比率偏低，地方稅收  

   難期永續成長。由表 1 資料顯示，本市稅課收入歷年來佔歲入比  

   率僅約 30-45％，而補助及協助收入近 10 年度雖各年度增減不

一，無明顯趨勢，惟比率一直維持在 40-65％左右，尤以 98 年度

達 62.42％為最高。由此可知，本市自有財源之稅課收入比率顯

然不足，歷年均未超過 5 成，若自有財源不足，容易導致財政危

機，猶如民間企業自有資本不足，容易造成財務危機。因此，當

今地方政府要健全財政結構，當務之急，應提高自有財源的比

率，惟有穩定成長的稅收，才能永續推動政府的各項施政。   

 

表 1、基隆市財政收入結構  
  單位： ％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稅課收入 44.00 41.49 29.97 36.66 34.69 40.54 40.64 40.36 42.95 45.05 

罰款及賠償收入 2.79 2.39 1.40 1.57 1.64 1.58 1.77 1.24 1.77 1.52 

規費收入 2.87 2.90 2.29 2.68 3.45 3.26 2.94 2.59 1.85 1.97 

財產收入 4.12 2.02 1.85 1.83 2.00 3.36 2.80 2.27 1.88 1.24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0.11 0.16 0.14 0.06 0.24 0.10 0.15 0.18 0.20 0.03 

補助及協助收入 41.94 47.43 62.42 53.82 55.44 48.96 47.32 46.04 47.99 47.19 

捐獻及贈與收入 0.83 0.81 0.82 0.65 0.68 0.59 0.89 0.90 0.85 0.70 

其他收入 3.34 2.80 1.11 2.73 1.86 1.61 3.49 6.42 2.51 2.30 

    資 料 來 源：基隆 市 統計 年報  
    說    明： 1 .稅課 收入表 示狹義 之自有 財源，而廣義 自有財 源泛指 除補助 及協助收  

               入 外之所 有來源 收入。  

             2 .1 06 年 度基隆 市總 決算審核 報告尚 未完成，故 僅表 列 96 -1 0 5 年度 資料。 

 

年 度 別 科 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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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文係就本市地方稅收之現況、歷年稅收成長趨勢及稅收  

結構變化消長情形比較分析，以瞭解本市之稅捐徵收狀態，提  

供本局各業務單位辦理各項稅捐稽徵業務之參考。  

除此之外，另外蒐集各項稅捐查徵或徵收等相關稅源資料  

，加以比較分析，以了解本市地方稅各項稅目之稅源分配概況。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敘述統計方法，利用結構分析與趨勢分析等方  

法加以比較分析，所採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1.結構比：為同時期某事物各部分對全體中所占之比率，以衡量  

        其比重大小程度，亦稱為配合比率或分配比率。  

2.變遷比率：即指增減率，為同一事物中各時期數值與基期 (或  

          上期 )數值比較，以觀察期時間數列之升降趨勢。  

 

四、研究範圍與資料來源：  

     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於民國 88年 1月 25日修正，將營業稅由省 

稅劃歸為國稅，印花稅及使用牌照稅劃歸縣市稅，自 88年 7月 1日起開始 

實施。營業稅自 88年 7月 1日起至 91年 12月 31日止則先委託各縣市稅 

捐稽徵處代徵，92年 1月 1日起始回歸各區國稅局自行辦理稽徵。 

     本分析研究範圍，係以目前屬本局稽徵之各項市稅（包含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及娛樂稅等 7個稅目） 

為研究對象，至於資料來源，則以本局稅捐統計年報及相關公務統計報表 

資料為主，經由上述研究方法進行比較分析，藉以明瞭本市稅收概況、稅 

收成長趨勢與稅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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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稅收概況  

一、 稅收徵績現況 

     本局稽徴稅目計有：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 

 稅、印花稅、娛樂稅等 7 個稅目，由 106 年度各項稅目資料顯示(參見表 2)， 

 在短徵部分，以土地增值稅短徵 29.69％幅度最大，主要係因本年度房地 

 產交易較預減少所致。至於其他稅目，因超短徵幅度均在 10%，故不另分 

 析其原因。另以實徵淨額與上年同期比較(參見圖 1)，其中正成長稅目僅 

 以印花稅成長 4.18%略高；負成長稅目以契稅減少 25.88%為最高，土地增 

 值稅減少 9.90%次之，其餘各稅變動不大，均在 4%以下。  

    (一)、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106 年度本市稅捐收入預算數總計 37 億 8,391 萬 2 千元，實徵淨 

額 34 億 2,240 萬 4 千元，占預算數 90.45％，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共 

計短徵 3,6150 萬 8 千元，短徵率為 9.55％，其中各稅(參見表 2) 

1. 地價稅預算數為 9 億 8,876 萬 4 千元，實徵淨額為 9 億 3,398 萬元，短

徵 5,478 萬 4 千元，短徵率為 5.54%。 

2. 土地增值稅預算數為 10 億 1,955 萬 9 千元，實徵淨額為 7 億 1,689 萬 2

千元，短徵 30,266 萬 7 千元，短徵率為 29.69%。 

 3. 房屋稅預算數為 7 億 8,480 萬 4 千元，實徵淨額為 7 億 5,649 萬元 1 千 

   元，短徵 2,831 萬 3 千元，短徵率為 3.61%。 

4. 使用牌照稅預算數為 7 億 5,001 萬 7 千元，實徵淨額為 7 億 7,614 萬元 

  6 千元，超徵 2,612 萬 9 千元，超徵率為 3.48%。 

5. 契稅預算數為 1 億 4,693 萬 3 千元，實徵淨額為 1 億 4,391 萬元， 

  短徵 302 萬 3 千元，短徵率為 2.06%。 

 6. 印花稅預算數為 7,294 萬 5 千元，實徵淨額為 7,348 萬 2 千元，超徵 53 

   萬 7 千元，超徵率為 0.74% 

 7. 娛樂稅預算數為 2,089 萬元，實徵淨額為 2,150 萬 3 千元，超徵 61 萬 3 

千元，超徵率為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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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6 年度各項稅收預算數與實徵淨額比較超(短)徵情形 
單位：千元 

 

預算數 實徵淨額 
實徵淨額占 

預算數(%) 
 超(短)徵(%) 

總                  計 3,783,912 3,422,404 90.45 (-)9.55 

地        價        稅 988,764 933,980 94.46 (-)5.54 

土   地   增   值   稅 1,019,559 716,892 70.31 (-)29.69 

房        屋        稅 784,804 756,491 96.39 (-)3.61 

使   用   牌   照   稅 750,017 776,146 103.48 3.48 

契                  稅 146,933 143,910 97.94 (-)2.06 

印        花        稅 72,945 73,482 100.74 0.74 

娛        樂        稅 20,890 21,503 102.93 2.93 

教        育        捐 - - - - 

       備註：教育捐自 88.3.1 起停徵。 

     

    (二)、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本局 106 年度稅捐收入與上年度同期比較短收 1 億 3,852 

    萬 4 千元，稅收不如預期短收 3.89%，其中各稅：(參見圖 1) 

1.地價稅稅收減少 3,358 萬 1 千元，稅收負成長 3.47%。 

2.土地增值稅稅收減少 7,873 萬 3 千元，稅收負成長 9.9%。 

3.房屋稅增加 992 萬 7 千元，稅收正成長 1.33%。 

4.使用牌照稅增加 1,091 萬 2 千元，稅收正成長 1.43%。 

5.契稅稅收減少 5,024 萬 8 千元，稅收負成長 25.88％，主要係因 105年 

 有數個大型建案包括安樂區城上城、竹城北海道、極境 101及中正區優 

 活台北村所致。 

 6.印花稅增加 294 萬 8 千元，稅收正成長 4.18％，主要係因積極輔導申 

  請大額憑證繳款書繳納、執行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業所致。 

       7.娛樂稅增加 25 萬 1 千元，稅收正成長 1.18%。 

 

 

 

項 

目 稅 
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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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收結構分析  

    (一)、預算比重 

    本市 106年度稅捐收入總預算數為 3,789,800千元，各項稅收 

    預算數以土地值稅 1,019,559千元，占總預算數 26.95％最高；其次 

    為地價稅 988,764千元，占 26.13％；房屋稅 784,804千元，占 20.74 

    ％居第三位；三者合計約占總預算數 73.82％。(參見圖 2)  

   

 

 

 

 

 

     

    

      

  

圖1、106年度與105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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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6年度各項稅收預算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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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稅收比重 

   106 年度各項稅收以地價稅實徵淨額 933,980 千元，占 27.29％為

最高；其次為使用牌照稅為 776,146千元，占 22.68％，房屋稅 756,491

千元，占 22.10％居第三，三者合計占實徵淨額 72.07％。 (參見圖 3) 

 

 

 

 

 

 

 

 

 

 

 

 

三、近十年稅收成長趨勢  

     影響各項稅捐成長趨勢的因素，一為外在環境因素，包括人口成長、 

經濟景氣、所得增加、物價上漲等等社會與經濟之變動，都會直接、間接 

影響稅收的變化；另一為政策因素，即稅法的變動，包括稅率的變更、課 

徵範圍與對象的變更、租稅減免範圍的變更等等，以上影響因素，致使稅 

收成長趨勢不易掌控。 

本市近 10 年稅收年增率除 100、102及 105 年有較高的正成長外，其 

餘各年度與上年度比較，正成長幅度均在 5％以下，而負成長幅度，以 97 

年 15.40％為最高。若與預算數比較，除了 96、100 及 102 年度達到預算目 

標外，其餘各年度均出現短徵的現象，尤以 97 年度短徵 25.89％幅度為最高。 

綜合上述，本市稅收難期有穩定的成長趨勢，因此未來自有財源的持 

續不足，勢必會造成推動市政上的一大隱憂。（參見表 3 及圖 4） 

 

表 3、近 10 年稅課收入預算數與實徵淨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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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年度別 預算數 實徵淨額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與上年度實徵淨額比較 

增﹝減﹞數 達成率% 增(減)數 增減率% 

97 3,573,655 2,648,518 (-)925,137  74.11 (-)482,158 (-)15.40 

98 3,307,275 2,747,701 (-)559,574  83.08 99,183 3.74 

99 2,938,635 2,876,353 (-)62,282 97.88 128,652 4.68 

100 2,772,878 3,230,051 457,173 116.49 353,698 12.30 

101 3,042,654 3,020,330 (-)22,324 99.27 (-)209,721 (-)6.49 

102 3,295,492 3,517,734 222,242 106.74 497,404 16.47 

103 3,596,409 3,234,223 (-)362,186 89.93 (-)283,511 (-)8.06 

104 3,988,506 3,193,067 (-)795,439 80.06 (-)41,156 (-)1.27 

105 3,621,747 3,560,928 (-)60,819 98.32 367,861 11.52 

106 3,783,912 3,422,404 (-)361,508 90.45 (-)138,524 (-)3.89 

 資 料來 源：本 局公務統 計報表  

 

 

 

 

 

 

 

 

 

 

 

 

 

 

 

 

 

 

圖4、近10年各項稅捐收入預算數與實徵淨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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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稅源概況 

一、地價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地價稅係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  

之地價總額計徵之。  

   由地價稅之查定地價稅額（包含公有及私有之應稅土地）觀  

看本市地價稅各項稅源得知，本市 106 年度查定稅地種類結構中  

，仍以一般土地為最大宗，占 86.16%，其次是工礦業等用地，  

占 8.50％，兩者合計占 94.66％，約九成五。（參見圖 5）  

 

 

 

 

 

 

 

 

 

 

 

 

   近年來本市地價稅稅源之結構分配一直很穩定，一般土地  

之查定稅額均維持將近九成左右之比重，惟近幾年有微幅下降之  

趨勢，而其他稅源結構 (包含自用住宅用地、工礦業等用地及公  

共設施保留地 )之比重，則有上升之趨勢。（參見表 4）  

 

 

 

 

圖5、106年度地價稅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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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地價稅稅源結構分析－查定地價稅額  
        單位：％ 

年度別 總計 一般土地 
自用住 

宅用地 

工礦業等 

用地 

公共設施 

保留地 

97 100.00 88.21 3.90 7.14 0.75 

98 100.00 88.22 4.03 6.93 0.82 

99 100.00 88.18 4.10 6.79 0.93 

100 100.00 88.54 4.07 6.51 0.88 

101 100.00 88.39 4.11 6.69 0.81 

102 100.00 88.36 3.75 7.11 0.78 

103 100.00 88.11 3.88 7.13 0.88 

104 100.00 87.84 3.97 7.29 0.90 

105 100.00 86.44 4.04 8.39 1.13 

106 100.00 86.16 4.19 8.50 1.15 

 資料 來源： 本局公 務統 計報表  

二、土地增值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  

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  

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還有其他依法  

免徵土地增值稅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按稅率別分析本市 106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按移轉件  

數觀察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以徵收稅率 20%之一般用地 7,342 

件，占 40.02%為最高，其次為私有免稅移轉案件 5,819 件，占  

31.72%次之；若由應納稅額分析稅收來源，則以徵收稅率 40% 

之一般用地比重最高，占 51.62%，其次是徵收稅率為 20%之一  

般用地，占 28.48%。（參見表 5）  

   由土地增值稅之移轉原因分析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本市  

106 年度申報土地移轉筆數共 18,348 筆，其中以買賣案件 13,906 

筆，占全年土地移轉筆數之 75.79%最高，其次是贈與案件（不  

含配偶贈與）案件 2,078 筆，占 11.32%，配偶贈與案件 664 筆， 

占 3.62%排名第三。（參見表 6）  

 



- 14 - 

表 5、 106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按稅率別分析  

單 位 ： 件 、 千 元 、 ％  

稅率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小計 

  

自用住 

宅用地 

一般土地 
公有 私有 

小計 20% 30% 40% 其他 

件數 18,348 12,428 1,934 10,494 7,342 1,371 1,781 0 5,920 101 5,819 

百分比（％） 100.00 67.73 10.54 57.19 40.02 7.47 9.70 0 32.27 0.55 31.72 

應納稅額 732,208 732,208 59,962 672,246 208,559 85,720 377,967 0 - - - 

百分比（％） 100.00 100.00 8.19 91.81 28.48 11.71 51.62 0 - - -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表 6、 106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按移轉原因別分析                                      

 移  轉  筆  數 （件）  應  納  稅  額 （千元 ）  

 比 重（％ ）   比 重（％ ）  

合       計  18,348 100.00 732,208 100.00 

買       賣  13,906 75.79 664,583 90.76 

 

 

贈       與  2,078 11.32 49,238 

 

6.73 

 

 

交        換  37 0.20 440 0.06 

 分        割  - - - - 

法  院  拍  賣  394 2.15 8,835 1.21 

 公  有  移  轉  101 0.55 - - 

政  府  受  贈  - - - - 

配  偶  贈  與  664 3.62 - - 

農  地  買  賣  101 0.55 - - 

農  地  贈  與  176 0.96 - - 

農  地  法  拍  - - - - 

追  繳  稅  款  - - - - 

一  般  重  購  14 0.08 529 0.07 

 遺        贈  7 0.04 - - 

抵  繳  稅  款  3 0.02 - - 

判  決  移  轉  515 2.80 8,002 1.09 

 公  設  移  轉  330 1.80 - - 

賸  財  不  課  13 0.07 - - 

一 般賸財  5 0.03 411 0.06 

 信 託歸  4 0.02 170 0.02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項 
目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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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從 應 納 稅 額 之 移 轉 原 因 別 分 析 ， 106 年 度 應 納 稅 額 共 計

732,208 千元，其中屬於買賣原因之應納稅額為 664,583 千元，占

90.76%為首要稅收來源，其次為贈與案件之應納稅額 49,238 千元，

占 6.73%，第三則為法院拍賣案件之應納稅額 8,835 千元，占 1.21

％。（參見表 6）  

另外就近 10 年土地移轉筆數按稅率別分析，由於土地增值稅自

94 年 2 月 1 日起，受永久調降稅率政策影響之故，直到 102 年度房

地產交易較預期熱絡，升幅達 15.35％，另 105 年度有大型建案完工

過戶以致 106 年房地產交易較 105 年減少 10.81%。（參見表 7）  

 
 

表 7、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土地移轉筆數按稅率別  

    單 位 ： 筆  

年度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小計 

  

自用住 

宅用地 

一般土地 
公有 私有 

小計 20% 30% 40% 其他 

97 18,568 6,971 1,058 5,913 4,468 588 857 - 11,597 176 11,421 

98 20,010 9,150 1,229 7,721 5,960 666 1,295 - 10,860 105 10,755 

99 20,894 9,569 1,393 8,176 6,299 661 1,214 2 11,325 146 11,179 

100 20,263 9,991 1,542 8,449 6,448 663 1,338 - 10,272 156 10,116 

101 20,239 9,553 1,572 7,981 5,750 617 1,609 5 10,686 201 10,485 

102 23,346 12,843 1,737 11,106 8,582 1,049 1,475 - 10,503 84 10,419 

103 20,561 12,523 1,628 10,895 8,189 1,284 1,422 - 8,038 95 7,943 

104 19,165 12,063 1,652 10,411 8,180 933 1,297 1 7,102 125 6,977 

105 20,571 13,328 1,967 11,361 6,176 1,168 4,016 1 7,243 139 7,104 

106 18,348 12,428 1,934 10,494 7,342 1,371 1,781 - 5,920 101 5,819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說     明 ： 土 地 增 值 稅 原 規 定 稅 率 為 ： 自 用 住 宅 地 為 1 0％ ， ㄧ 般 稅 率 為 4 0％ 、 5 0％ 、 6 0％ ，  

         為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 自 9 1 年 2 月 1 日 起 三 年 內 減 徵 5 0 %， 期 滿 後 自 9 4 .0 2 . 0 1 起 一  

         般 用 地 稅 率 由 4 0 %、 5 0%、 60%調 降 為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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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稅 

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  

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其稅源依房屋現值按房屋使用用途之不  

同，適用不同的稅率。  

本市 106 年度（ 106 年 6 月底）房屋稅稅源結構－按房屋現  

值分析，其中以鋼筋混凝土造之房屋所占比例最高占 88.57%，  

其次為加強磚造，占 5.05%，再者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房屋占  

2.54%，三者共計 96.16％。（參見圖 6）  

 

 

 

 

 

 

 

 

 

 

 

 

 

近 10 年房屋稅稅源按房屋使用別分－房屋現值，一直以應

稅房屋所占比例最高，約有七成五左右之比例，免稅房屋約占二

成五之比例。若以應稅房屋部分而言，住家用房屋約占成八成，

而非住家用則是占二成左右。以近 10 年房屋現值觀察發現，房

屋現值歷年變動幅度很小，幾乎沒什麼變化，惟 99 及 103 年度

有較明顯的變動，分別上升約 3.77％及 3.90％。（參見表 8）  

 

 

圖6、106年度房屋稅稅源結構-按房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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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房屋稅稅源按房屋使用別分－房屋現值  
     單 位 ： 千 元  

年度別 總  計 
應稅房屋 

小    計 

  

免稅房屋 
住家用 非住家用 

97 62,414,467 48,347,196 37,373,443 10,973,753 14,067,271 

98 62,596,878 48,478,094 37,437,548 11,040,546 14,118,784 

99 64,955,144 49,164,721 37,861,454 11,303,267 15,790,423 

100 64,035,837 48,675,021 37,643,965 11,031,056 15,360,816 

101 64,019,186 48,628,098 37,557,958 11,070,140 15,391,088 

102 64,293,196 48,810,009 37,610,675 11,199,334 15,483,187 

103 66,798,736 50,368,600 38,665,147 11,703,453 16,430,136 

104 68,139,582 51,302,262 39,142,309 12,159,953 16,837,320 

105 68,472,753 51,236,483 39,461,089 11,775,394 17,236,270 

106 68,921,495 50,995,080 39,078,678 11,916,402 17,926,415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稅 捐 統 計 年 報 (要 覽 )  

四、使用牌照稅  

使用牌照稅，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機動車輛應就  

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劃分等級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  

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  

並報財政部備案。機動車輛分小客車、大客車、貨車、機器腳  

踏車四類。  

本市 106 年度徵起之應稅車輛件數以小客車（包含自用及營

業用）為最多，占 81.97%，其次為貨車 11.52%，機器腳踏車占

6.4%為第三。（參見圖 7）  

 

 

 

 

 

 

 

 

圖 2.91年度印花稅稅源分析

圖 7、106年度牌照稅稅源-應稅車輛件數 

機器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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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 10 年應稅車輛徵起件數分析本市牌照稅稅源結構發現， 

小客車所占比重一直為最高，貨車居次；至於機器腳踏車自 97 

年起，每年均以穩定的比例上升，主要係因政府近年來開放重型  

機車（排氣量＞ 150cc 以上）上路，騎乘重型機車人口每年均有  

相當的成長所致。（參見表 9）  

表 9、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應稅件數  

    單 位 ： ％  

年 別  總 計  小 客車  大 客車  貨 車  農 村拼裝 車  曳 引車  機 器腳踏 車  

9 7  1 0 0 .00  8 5 .4 8  0 .1 3  1 3 .5 1  －  －  0 . 8 8  

9 8  1 0 0 .00  8 5 .9 2  0 .1 4  1 2 .8 8  －  －  1 . 0 6  

9 9  1 0 0 .00  8 5 .7 8  0 .1 8  1 2 .8 9  －  －  1 . 1 5  

1 0 0  1 0 0 .00  8 5 .7 8  0 .1 8  1 2 .7 1  －  －  1 . 3 3  

1 0 1  1 0 0 .00  8 5 .6 3  0 .1 5  1 2 .6 9  －  －  1 . 5 3  

1 0 2  1 0 0 .00  8 5 .0 3  0 .1 3  1 2 .4 8  －  －  2 . 3 6  

1 0 3  1 0 0 .00  8 4 .4 8  0 .1 3  1 2 .2 1  －  －  3 . 1 8  

1 0 4  1 0 0 .00  8 3 .8 7  0 .1 2  1 2 .0 2  －  －  3 . 9 9  

1 0 5  1 0 0 .00  8 3 .2 4  0 .11  11 .80  －  －  4 . 8 5  

1 0 6  1 0 0 .00  8 1 .9 7  0 .11  11 . 52  －  －  6 . 4 0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稅 捐 統 計 年 報 (要 覽 )  

 

五、契稅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  

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 

免徵契稅。契稅之稅源分為買賣契稅、典權契稅、交換契稅、贈  

與契稅、分割契稅、占有契稅等六類。  

從契價結構來分析本市契稅稅源，本市 106 年度契稅最主要  

來源為買賣契稅，占 92.15%，其次是贈與契稅，占 7.69%。近  

10 年本市契稅最主要來源仍為買賣契，105 年度買賣契件數大幅

增加 9.74 個百分點，為歷年來增加幅度最高。（參見圖 8 及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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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契稅稅源結構分析－件數  

 單 位 ： ％  

年 度別  合 計  買 賣契  典 權契  交 換契  贈 與契  分 割契  占 有契  

9 7  1 0 0 .00  9 0 .9 4  －  0 . 1 2  8 .9 4  －  －  

9 8  1 0 0 .00  9 0 .3 1  －  0 . 3 0  9 .3 9  －  －  

9 9  1 0 0 .00  9 1 .4 2  －  0 . 3 2  8 .1 8  0 .0 8  －  

1 0 0  1 0 0 .00  8 8 .3 8  －  0 . 3 5  11 .26  0 .0 1  －  

1 0 1  1 0 0 .00  8 6 .1 8  －  0 . 3 2  1 3 .5 0  －  －  

1 0 2  1 0 0 .00  8 9 .2 3  －  0 . 1 3  1 0 .5 9  0 .0 5  －  

1 0 3  1 0 0 .00  8 4 .3 3  －  0 . 1 4  1 5 .4 8  0 .0 5  －  

1 0 4  1 0 0 .00  8 0 .7 4  －  0 . 2 3  1 9 .0 0  0 .0 3  －  

1 0 5  1 0 0 .00  9 0 .4 8  －  0 . 1 4  9 .3 2  0 .0 6  －  

1 0 6  1 0 0 .00  8 6 .9 0  －  0 . 2 9  1 2 .7 7  0 .0 4  －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稅 捐 統 計 年 報 (要 覽 )  

 

 

六、印花稅 

依印花稅法規定，各種憑證包含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 

承攬契據、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  

立者，均應依本法納印花稅。  

圖8、106年度契稅稅源結構-按契價

分割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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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印花稅之納稅方式主要分為按件實貼印花稅票（應納印

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貼足印花稅票）、彙總自

繳（指公私營或事業組織，開出應納印花稅之憑證，得依規定格

式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按期或一次彙總繳納印花

稅）及大額繳納（指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由稽徵機關

開給繳款書繳納之）三大類。  

   從繳納方式分析，本市 106 年度印花稅之徵收以大額繳納

（實徵淨額）的比重最大，占 44.78%，彙總自繳稅額占 38.13%

次之。（參見表 11）  

 
表 11、 106 年度印花稅源統計表  

單 位 ： 元 、 ％  

 資料 來源： 本局公 務統 計報表  

 

資 料來源 ：本局 公務統 計報表  

 

 

 

 

  

 

 

 

觀察近 10 年印花稅稅源結構，從繳納方式分析，自 97 年起

雖以彙總自繳稅額的比重最高，但非以穩定方式成長，各年間仍

有漲跌，惟 102 年大額繳納首次超越彙總自繳稅額，尤以本年度

達 52.64％為最高。（參見圖 9）  

 

合計  出售印花稅票  彙總自繳稅額  大額繳納  

實徵淨額  73,648,981 8,226,914 26,656,373 38,765,694 

比重（％）  100.00 11.17 36.19 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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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淨 
額 

及 
比 

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圖9、97-106年印花稅徵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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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娛樂稅 

娛樂稅係就其稅法所列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

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由各娛樂業之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本市 106 年度娛樂

稅主要稅源以電子遊戲機業，占 47.21%最高，其次是視聽視唱

業，占 30.64%、再者為其他業（ 95 年度起，其他類包含資訊休

閒、電動搖搖馬、娃娃機及機動遊藝樂園等），占 16.55%。（參見

圖 10）  

 

    

 

 

 

 

   

 

 

  

  近 10 年來電子遊戲機及視聽視唱兩大行業的娛樂稅收入一  

 直為本市娛樂稅兩大主要稅收來源，此兩類稅收合計約占總稅收  

7-8 成之比重。  

另外受到國內體育休閒活動市場流行風氣之變遷，保齡球館  

業逐年蕭條，娛樂稅稅收相對減少。保齡球館及撞球場因自 96 年  

5 月 25 日起停徵娛樂稅，造成此兩業別 97 年度稅收減少，比重  

更加下降。  

      95 年度起，業別分類再次調整，將部分原本屬電子遊戲機業

別之店家 (例如：電動搖搖馬及娃娃機 )改為其他業別，造成家數

分配變動，電子遊戲機業之比重下降，而其他業別逐步上升，至

98 年度達到最高為 22.33%。（參見表 12）  

 

圖10、105年度娛樂稅稅源結構

高爾夫球
0.38%

其它

16.55%

視聽視唱業（

KTV、MTV）

30.64%

電影

4.33%

臨時公演
0.26%

電子遊戲機

47.21%

舞廳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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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實徵稅額  
單 位：％  

年度  合計  電影  撞球場  保齡球館  高爾夫球場  

97 100.00 3.39 0.05 0.25 0.51 

98 100.00 3.35 －  －  0 .54 

99 100.00 3.54 －  －  0 .58 

100 100.00 3.22 －  －  0 .58 

101 100.00 2.79 －  －  0 .61 

102 100.00 3.05 －  －  0 .34 

103 100.00 3.65 －  －  0 .12 

104 100.00 4.92 －  －  0 .21 

105 100.00 4.79 －  －  0 .30 

106 100.00 4.33 －  －  0 .38 

年度  舞廳舞場  電 子遊戲 機  

視 聽視唱 業

（ KTV、 MTV） 

其他  臨時公演  

97 －  51.72 23.59 20.28 0.21 

98 －  48.60 24.90 22.33 0.28 

99 0.05 48.97 26.26 20.41 0.19 

100 0.58 45.85 28.06 21.41 0.30 

101 0.79 46.47 29.65 19.52 0.17 

102 0.87 47.00 30.43 17.99 0.32 

103 1.17 48.34 29.95 16.47 0.30 

104 0.73 51.77 27.92 14.12 0.33 

105 0.69 47.26 30.55 16.01 0.40 

106 0.63 47.21 30.64 16.55 0.26 

資 料 來 源 ： 本 局 公 務 統 計 報 表  

說    明： 1 . 9 5 年 度 起，將 部 分 原 本 屬 於 電 子 遊 戲 機 業 別 之 店 家（ 例 如：電 動 搖 搖 馬 及 娃 娃 機 ） 

         改 為 其 他 業 別 。  

        2 . 9 6 年 5 月 2 3 日 修 正 ， 撞 球 場 及 保 齡 球 館 停 徵 娛 樂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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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稅收方面： 

    本市地方稅共有 7 項稅目，其中以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及土 

地增值稅為主要稅收來源，四項稅收合計約占總稅收九成以上之比  

重。由本文以上分析，茲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稅收不足，自主性不高 

       本市長期以來受地理環境限制，腹地小，人口成長遲滯，  

       工商發展緩慢，稅基與稅源均相對較少，致稅課收入比率  

   偏低，歷年來佔歲入比率僅約 30-45％，均未超過 5 成，需  

   仰賴中央補助，若持續自有財源不足，容易導致財政危機。 

  (二)、歷年預算達成率不足 

         歷年預算達成率，除了 100 及 102 年度達到預算目標，分別為 

116.49％及 106.74％外，其餘各年度均出現短徵的現象，尤以 

97 年度的 74.11％為最低未超過八成。 

    (三)、稅收年增率之成長趨勢不明顯 

         影響各項稅捐成長趨勢的因素，一為外在環境因素，另一為政策因素， 

         兩項影響因素，致使稅收成長趨勢不易掌控。本市近 10 年稅收年增 

         率，除 100、102 及 105 年度有較高的正成長外，其餘各年度與上年 

度比較，正成長幅度均在 5％以下，而負成長幅度，以 97 年度(-)15.40 

％為最高。   

二、稅源方面：  

    各項稅捐收入因稅法規定之課稅標的、範圍及適用稅率不同，加上社 

會變遷、消費型態改變及經濟變動等因素影響，其歷年之稅源結構亦會隨 

之變動。透過各稅目之相關稅源結構分析，可概略了解本市近年各項稅捐 

稅源概況，茲摘要如下： 

    (一)、地價稅主要稅源來自一般土地課徵 

         由地價稅查定稅額資料分析地價稅稅源結構，始終以一般土地之查定 

         稅額所占比重最高，均維持在近九成間，可說是地價稅之主要稅源。 

    (二)、買賣移轉為本市土地增值稅最大稅源 

         由土地增值稅查徵之移轉原因資料分析，本市 106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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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以買賣移轉之筆數及應納稅額所占比重最高。 

    (三)、房屋稅稅源以鋼筋混凝土造之房屋占最大宗 

         由應稅房屋查定現值結構分析，鋼筋混凝土構造之房屋現值所占比重 

         最高，為房屋稅主要稅源。 

    (四)、使用牌照稅之稅源以小客車為大宗 

         由應稅車輛件數分析，歷年來使用牌照稅徵收件數均以小客車居首， 

         其所占之比重大約在八成五左右。 

    (五)、買賣契稅為契稅中最主要之稅源 

         由契稅之各項契價結構分析，買賣契稅之契價結構比重最高，平均近 

         九成左右，為契稅之主要來源。 

    (六)、大額繳納漸為印花稅之首要繳納方式 

         由繳納方式分析，自 97 年起以彙總自繳稅額的比重最高，但非以穩 

         定方式成長，各年間仍有漲跌。惟 102 年大額繳納首次超越彙總自繳 

         稅額，尤以本年度達 52.64％為最高。          

    (七)、電子遊戲機業目前仍為娛樂稅徵收最大來源 

         由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娛樂稅稅源，近年來受到娛樂消費型態改 

         變，目前仍以電子遊戲機業為首要來源。 

 稅收的多寡，除了受到外在環境變動及租稅政策改變的影響外，內

在的稽徵工作亦是相當重要。如何提高民眾的納稅意願，減輕其痛苦感，

進而防止欠稅，都是決定最後稅收多寡的重要因素。因此，未來如何營造

「健康的租稅環境」，建立「貼心辦稅，真誠服務」的理念，以達到「收

稅的人心安理得，納稅的人心悅誠服」之終極目標，是未來推動稅收稽徵

工作首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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